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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主任关于研究所工作的第一次报告（A/38/475,附件） 

是根据大会1982年12月13曰篇3 7/99 K号决议第©节规定提出的•.

2 .本报告厕叙述研究所嗣后于1983车&月至1 9:84年8月期间的各项活动.

3.秘书长关于拒任裁军研究所董事会的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的活动的报道*

以及关于处理研究所章程草案、研究方案勒筹措研究所工作经费办法的详情•均载 

于秘书长4/139/34驗号报告内《>

二.已完成的项目

A.大会要求编写的报告

1.设立国际裁军促进发展基金

4 .裁军研究所遵照太会1982每1 2月9曰笫37/84号决议的规定.编制了 

一份关于设立国际裁军促进发展基金的报告（A/39/229)•该报告已经提交大会。

5 .为了执行其任裁军研究所建立了一个总务小组来指导调查# 小组由 

下列成员组成：曼苏尔•艾哈迈德（巴基斯坦）、格奥尔基.多尔古（罗马尼亚)、 

塞尔希奥.德基罗斯•杜阿尔特（巴西）、埃德加.富尔（法Si )、斯腾•隆德博 

(挪威）湘易卜控欣马.西（塞内加尔）•

6 .裁军研究所的报告叙述了下列各个领域：

㈨基金的目标；

⑼基金的资源；

(c) 资源的分配;

(d) 基金的结构；

(e) 建立基金的过程；

㈤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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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报告沟述及了基金的三个g标，首先设立基金会将裁军相发展有效联系 

起来• 尽管从理论相规范的角度大家都接受这种联系.但是裁军工作相发展工作 

始终是分离的•没有从它们互为补充中得到任何结果•成立一个从名称上相职能 

上都包括裁军相发展的机构势将在连结这两项主要工作方面具有政治和象征意义.

8•建立国际裁军促进发展基金的無二个目标是发动一个将裁军资源转用于发 

展的进程„ 裁军用去了庞大的数字•消耗了世界国民总产值的5%.而用于官方 

发展援助的资源则要少得多》因此这是一个保证将第一项费用转给第二项的问题* 

看来建立一项基金的措施湘倡议可以开展朝这个方向迈进的运劲.

9 .最后•有理由希望建立国际裁军促进发展基金势将对国际关系的气候产生 

积极影响》

10•报告称•可取的办法似乎是：一切国家都应当向基金作出捐助*并建立一 

种让某些国家负起调动资源主要责任的制度这样就有可能维持某些国家负有主 

要责任的概念，而这些国家可以根据法定事实来确定（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同时又 

可根据军备数据或经济考虑来决定# 在把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相㈣军事 

上重要国家归纳在主要捐助国的类别之下时•丝毫也没有低估决定相确定主要插助 

国类别所涉及的严重困难》

11 •就决定捐助的方法而言•报告中列举了一系列的可能性•例如征收军备税 

或将采取裁军措施所节省下来的一部分资源拨充捐款；但报告认为•在目前情况下, 

自愿捐助办法符合基金资源的商定筹措计划•从而至少1以在初期阶段开展一个将 

裁军节省下来的资源转用于发展的进程„

12 •报告认为•由于基金所发放的资源的接受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它们 

就要象上文所建议的捐助国类别那样.确定接受国的优先类别#为此目的应当确 

定比较简单的类别•现建议如下三个不同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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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最不发达厘家•这些国家接受基金资源的能力渊源于它们发展需要的程度 

相迫切性； ■

⑼削减军事开支从面对裁军作出努力的国家，军备最多的屢家已经包括在 

捐助国之中:•因此把那些将军备最少的国家觀那些努力以非军事方式，并以词邻国 

以及在更大范围内掏其他国家保持友好翱平关系的方式确保自身安全的国家包括在 

接受国中是合乎逻辑的；

⑹那些自己作出特别杰出的发展努力因而应当受到鼓励的®家.

13.报告认为，基金结构所应遵循的考虑有二ï

⑻由于基金的任务之一是要明确表明裁军相发展之间的联系•并表明国际社 

会专心致志于此•因此•基金必须充分地大张旗鼓•并为了同样的理由•必须具备 

某种程度的自主权*

⑼另一如面，应当避免仅仅为了管理有限的资源而建立一个庞大的行政官僚 

机构•

14 •如果基金拥有的资金很多•那就应当考虑建立一个自主机构来管理基金• 

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计及普遍参加原侧、捐助国和接受國公平代表原则、具有裁军 

经验的行政人员和具有发展经验的行政人员共同参与的原则》

15. 在初期阶段.特别是如果基金资源有限的话.基金可以同一个現有的发展 

援助俎织相联系.

16. 从裁军研究所内就这一问题进行的协商来看•似乎就最有能力管理基金的 

国际经济组织是联合屆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它有一个十分胜任的行政机构• 

具有履行管理基金这一新任务的充分行动能力•加在发屡援助方面的丰富经验《

17. 报告又称.基金叙无必要等到裁军措施有资金腾出来以后再建立• 我们 

可以假设由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建立基金•随之就开设一个特别帐户》 如果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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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基金就具有大会附属机构的地不过•只有在基金完全通过自愿捐款筹资 

的时候才能采取这一方法• 一个不具有约束力的建议不可能为产■自愿资源以外 

的方法提供法律根据或政治根据•间样•一项吁请会员国向丞金捐助资金的决议 

可能要制订关于捐助国类别相捐助所将遵循的标准的简略指导方针•基金也可以 

建立在一项责成各国向基金挺供资余的国际协定的基础之上。 ;

18. 报告达成如下的基本结埃:：： ^

㈣建立裁军促进发展基金作为明确表明裁军軔发展之间的联系耜开始一个将 . 

现在拨供军备的资源转甩予发展的进程的方法是可取的;

⑸就调潘资源的程序湘行政结构而言•基金都应分阶段建立；

(c)但是.除非在最初阱段就获有充足资源的保证•否则基金不应予孩建立

.： ：；；；：；：；::/； ■:
；.;:2 '南非的核能力: ..,.：. '' :

19. 裁军研究所根据大会1 9 8 3车1 2月2 0日第38/181 A号决议的舰定• 

已经编写了一件关于南非核能力继续发署情况的报告(¥39/470)•该报告现己 

提交大会* ::

20. 该报告简明翔实地提供了南非核能力继续发展的资料相情报• 报告内容 

集中于下列足以指示南非核能力的各个方面：

(a)铀资源和蚀生产.；

⑼铀浓缩;

㈨核能研究；

W核发电设施；

⑹核政策纲领

关于南非保障措施的最近发展也有鹿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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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报告是在词裁军事务部合作、同非洲统一组织协商、并在国际原子能机构 

协助下编聽而成的‘

23、报告所釆用的公开黉料主要来自各国政府相非政府组织a 

2 4 .下列各項事实是显面易见的::

⑻自从秘书长_太会提出题为《南非核领域的计划粕能力》（1 9 7 8车至 

1 9 8 2年）的报告(耜C〇rr, 1):以来，南非耜纳米也亚*的铀产量 

大约增加5 0免;：

_ 一间小型试验浓缩工厂g经#业8至1 0单，为“ S AFAKI—号，，反应堆相 

其他未知用途•提供高度浓缩铀》 已经取得的重要伟业经验足以进一步泼展浓缩 

技术并为一间已近完成德半商业性工厂的作业阶段进行准备工作;

(C)第一个反应堆“科H格一号”（属于科贝格核电工厂）已于1 9 8 4# 3 

月开始作业，莆二个反应堆“科贝格二号”预计于1 9 8 4年完成;

網目前正在展开燃料技术方W的研究物发展工作•使南非能够制造Ü己的核 

燃料a在_达e•正在建造.一间热室实验室；

(e)已经决定设立新的核研究中心《 这个中心的方案•从来没有公布V

tf)已制定新的立法•进行结构t革•旨在加强南非核方案的f制耜瞀理；

te)南非曾经声_.它准备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恢复讨论南非半商业性浓 

缩工厂的保障措施，但不讨论它的小型试验浓缩工厂，它也宣布了它的核出口政 

策；

W南非继续具有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能力》

*报告内提及纳米比3E之处只在反映南非继续非法占领并掠夺该地资源的事实, 

因此并不意味着接受纳米比亚现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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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裁军研究所董事会核定方案内的研究

1.裁军的假设和观念 '

25. 这是关于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囿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范围内裁军 

的各项主观因素的全面研究，它是裁军研究所在这方面的三项研究中的第一项J见 

下面第64页）

26. 同意采取裁军和军备控制的决定取决于对对方将来行为所作的具体假设， 

不愿意或拒绝进行这种过程也取决于这方面的假设* 这项由丹尼尔•弗雷< Da— 

niel Frei)教授进行的研究通过分析各国政府相信什么是它《各自的对手的目 

标、动能力和意图来探索将来裁军的范围•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对苏联和美国 

的假设和观念提供一项全面而笃实的调查。因而它对了解苏联和美画军备和裁军 

方面的动力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分析是以发表的文件以及同莫斯科和华盛顿 

两地的宫员进行的讨论为根据的#

27. 这项研究发现，对美国和苏联的看法逬行比较，显示出了惊人的相傲之处 

和对比。例如，两方都声称它们有意采取公平和平等的裁军步骤，同时又都指责 

对方意图取得单方面的优势。

28. 这种对称的形象部分可以由影响人类篥团间所有各种观念的心理因素来加 

以解释》 但，更不举的是，它们也反映了一项冥实的冲突，它们的根源深植于政 

治和哲学思想中的种种根本上不可调和的信念。

29. 关于改变和改番各种观念的可能性，研究报告说，直接源自基本信念的敌 

对看法既不能加以“修改”，也不能期望它们全被放弃。它们反映出了利益上的 

真实冲突，而且由于是坚定持久的信念，它们将会继续阻碍裁军的进展。

30. 在另一方面，有一这次级的认识加强机制在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在加强 

人们的故对看法。这些认识的机制对裁军的进程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为毎一方 

对对方所采取的敌对看法都将会阻碍，甚至阻止谈判的进行》 但是这些次级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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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机制是可以改变的，这方面我们需要审查各项具体的工作8

31.从对于苏猶和美圍关于裁军的观念的分析中得到的任何实际结论都必须考 

虑到真正的利益冲突不会因为我们希望而消失。在很大的程度上，敌对的态度和 

不能相配合.的观念是分离这两个世界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希望 

以“切合实际”的观念来代替“错误的观念”从而取得和谐，实现裁军的想法是太 

天真了，尽管有这些保留，分析中得到了若千实际的结果：应该认真对待两种餮法 

之间存在着的基本不相容性；应该使一般公众，特1是在两方，认识到这种不相容 

性；应该促进增加了解；需要认识到敌对双方如何以及为什么会感到受到威胁；应 

该利用現有的许多裁军讲坛来发展了解；双边和多边的谈判讲坛的徽目应该增加； 

应该了觯以不谈判作为谈判过程的一部分的“编剧手法”；不但要体捡对方感觉•

而且还要让对方知遒；应该以适当的行动和言辞作出恣态，刺激对方的体验；各种 

假设应该尽可能的明确；两边的军寧专家应该建立联系；应该作出安排，就军事教 

育中使用的教课书和手册中关于对方所作的各种假设进行会谈；双方的智力应该集 

中在基本不相容的#法之外的各种问题上；应该避免提出触及到对方的中心信念的 

裁军提案；应该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认识型态会影响到他们对对方的看法；应该定期 

审查对对方的看法，应对把它同其他的看法进行比较，应该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行为 

和言辞可能会在对方的看法上触发不良的认识过程；最坏情况的假想中认识上的"安 

全差距”应该减至可以容忍的最低程度；可以由减低秘密的程度来缓和促使对方作 

出最坏情况假设的各种因素；应该研究和谈判建立信任的措施，减少有关攻齿性的 

常规军力，突击式的規划和核先发制人等方if的猜疑；由于冲突的看法是由一项基 

本的冲突所造戚的，因此必须寻求出适当的政治方法•约束和觯决国际上的各种冲 

突。

2.化学武器的全面研究

32.在注意M中于有关裁军谈判会议中关于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所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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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的各项细节，往往是技术性的细节的时期里，裁军研究所经常收到各种请求,

要求得到关于这类武器更具一般性的资料。刚完成的研究是应这种需要而进行的， 

它对化学武#的最新情况作了筒短但相当全面的介绍。

33. 由里卡多•弗拉雷编写的这份研究报告从国际安全的角度讨论了化学武器,

说明了从1 9 2 5年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怍战方 

法的议定书》开始为禁止化学武器所作的各种努力，其中提出了各不同缔约国的解 

释，以及它对全面禁止、贮存、生产和使用化学武器方面的进展的重要性。报告 

中列出了不同种类的化学武器，描述了它们的效力.提出了这方面新技术带来的)É 

果，讨论了有关化学武器扩散的问题及其影响， ：

34. 根据对使用了化学武器的各项事例的分析，审查了化学武器的使用情况和 

战争方法的问题。报告中提到了有关核查和控制的问题，充分地说明了裁军谈㈣ 

会议中较新的提案和偈议，

35. 这份研究报告一一参考和背景资料的全面来源*一一;是为了所有同现在为禁 

止化学武器所作的各项勞力蒉关的人或对此有兴趣的人而编写的。

3.常规军备方面新技术的战略和政治影啣;

36. 过去几年中，幂规武器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技术进展，生产出了象積密导弹 

和遥控运载#等复杂的武器》 人们已经感到了这些发展对战略和政治的影响，这 

些影响已使人们发展了新的军事思想和政洽战略。

37. 这份由伊夫斯•包耶尔编写的裁军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讨论了许多同新的常 

规武器方面出现的技术有关的问题# 研究报告中讨论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关于新 

的，所谓“有智能”的武器在将来是否舵够大大地提蔺核的界限

38. 已经有人提出了这种想法，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该研究报告并没有把注 

意力集中放在这种思想的纯军事和战略方面.而是从它对欧洲军备控制最后会产生 

什么影响的角度对它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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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该研究报告强调，“有智能”的武器是很昂贵的，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 

拥有它们。这个问题同发展中国家特别相关，因为能够拥有和不能拥有这些武器 

的国家间的差别将会影响到区域的安全。

40.研究报告的结论认为，以为这些新的技术将使各中心军事集团能够以军事 

的方法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的想法是十分危险而且不切实际的。

4.关于谈判裁减核武器的研究

41. 秘书长的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于1 9 8 3年12月请裁军研究所研究关于 

进行谈判，裁减和限制各类洲际战略核武器的条件和可能性，包括合并关于两类核 

武器的谈判的可能性。

42. 克尔特•盖斯特杰尔教授应裁军研究所的请求，编写了一份关于此问题的 

研究论文.该论文探索了苏联和美国双边谈判陷入僵局的根源，介绍了双方官员和 

学术界为恢复诀判而提出的各种办法。

43. 裁军研究所召集了一个专家小组，请他们以个人的身份讨论这些核裁军的 

问题，他们包括 Rolf Berg 先生，Evegiiny B〇ugv0v*fi：士， s Boyer 

先生，Curt Gasteyger 教授，Milli jan Komatina先生，Maynard. 

Glitman 先生，Han s Mar e t z ki 教授和ie dr i c li Rufii 博士。 会议 

是在1 984年4月16日和17日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的。

44. 盖斯特杰尔教授的研究论文和裁军研究所主任在亏家小组讨论之后得出的 

各项结论是在1 984年4月30日到5月4日咨询委员会在纽约总部举行的会议 

上提交给咨询委员会的。

5.同欧洲安全、军备控制和建立信任的措施有关的概念问题

45. 本研究报告是裁军研究所区域裁军领域内活动的一部分，它讨论了欧洲军 

备控制的前景它是在委员会于1 9 8 3年1 2月就美国和苏联核武器双边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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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讨论时提交给委眞会各成员紙它讨论了裁减战略武器会谈和申程核力量谈 

判:的_史背景，茇方的论点•相取得进展的可能性》 它还审奎了军力相互裁减和 

建立信任措施购前景，回頋了就此何题进行谈判的游程I 该研究报告是tïl官方文 

件和调查当■的各种文献为根据的》

46. 研究的目的是要试图了解造成目前局勢的各种潜在力量•报告的作者專里 

克•蒂审查了吓阻，隐定和安全之间的关系。他总鍾淹为•关予欧猶安全的辨论 

应该起越计算武器部:署的数ff这种筒单的问趨应该更好地了解到军备竟赛的深入 

结构和我们在核时代里的困:难处現他指出我们需要从物质状况和意识形态一思 

想上层建筑两方面重新审查对抗的动力。欧洲的安全一一例如大规模#减军备一一 

需要裉本改变人们_态度和思想，并需要有改变方向的充分政治意愿》

6. 和平的杈利

47. 若干年来，和平的杈利一直是各联合国机梅,特别是那些关心人杈的机构 

中讨论的一个题百。这份由尼科拉•伊科贝斯库编写的裁军研究所的研究报告的 

目的是要为全面处理和平的权利的各种问题铺好路。

48. 和平的杈利被认为是一种集体的杈利，它的主体是国家和人民，也是个人 

的一种人杈.同发展的杈利一样，它属予第三代的秋利》 我们一方面需要从®家 

的基本杈利和责任和人民的杈利的角度,另一方面要从人衩的角度釆分析和平的杈 

利。

7. 国家的安全和降低军备的水平

49. 这是一个持续性的项目.其目的是要分析当前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各种 

安全思想政策。除r在研究所主任较早的报告中提到的各项研究（见4/38/47 5, 

第.63—66 .段外，Hanspetei* JNewhoid fuHeins Vets ehera进行.的关

于奥地利安全政策的研究已于今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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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环堉:战专题讨论会

50. 裁军研究所联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同联合腫环境规划署（环境 

规划署）合怍，于1984年4月24日到2 7日在日内瓦万国宫举办了关于环境 

战的专题讨论会.

51. 专题讨论会的与会者包括国际知名的技术和法律专家。会上特别注意到 

了 1 9 7 7年的《禁止力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

5É.专题讨论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开放由在0内瓦的各外交使团的成员参加

53. 专题讨论会上提出的论文已以《环境战一技术、法律和政策的评价》为书 

名由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出版。

9. 巴尔干的非核化

54. 这是一个持续性的项目（见A/3a/475,第110HU6段），它将包眭从 

有关顏家各种不同的角度提出的论文，有关国家包括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 

南斯拉夫和土耳其》

55. 关于罗马尼亚对巴尔千非核化的看法的研究已经冤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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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行辑动

A.限制军事便用外层空间 %

56. 最近歜府鄱门以及宇术机构鄱在讨论军备竟赛可能扩展到外层空间的冋 

题.裁军谈判会谈也在讨论这项冋題，许多代衰团除了提出它们的观鹿和对这項 

问题的t场之外，它们还提出了具体運议.

57. 本报告研究军事便用外层空间的问题以及对裁军所产生的影嘴.本研

究项目有三顼目标： ‘

⑻列举事实说明并陈述目前和可能在外层空间进行的新的军箏活动，其 

技术能力，特性以及隈度； '

(b)审议这种新的军畢活动对裁军工作的影嗍；

(e)外层空间新的军事活动对现行法律的影啷以及制订新的法雜的可能性 

和在这方面进行谈判的障碍.

B.国际裁军法

sa 裁军研究所进行本项@的目的在于编制一份关于裁军法的论文，为那些 

负责裁军工作或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人，包括政府官员、学术人士、新闻记者、：学生 

等，提供科学方面的参考资料，以及实际进行工伴的工具.它不徂分析成文法， 

而且还提出与国际裁军法有关的各顼争论问题的论点.这份研究的重点主嬰在于 

讨论与裁军有关的现行条约条款，其中还审议与人遒主义法律和其他可篼有关的各 

项法律的各个方面.

59.这份研究包括五部分.第一部分将裁军法置于国际法的一翁地位，根 

据主权、安全、发展和人权等其他观念界定裁军的意义.第二部分讨论与各种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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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有关的习愤法：核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放射性武器、常规武器等.第三部: 

分讨论各种空间：南极洲、外层空间、海床洋底、无核武#区和和平区.第四部 

分讨论进行协苘和谈判的体制，最后一部分讨论联合国在裁军方面的各项工作所造 

成的趋势，尤其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冋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第S— 

10/2号决议）所造成的趋势.

C.不扩散核武器

60. 裁军研究所正在编制两份有关这项问题的研究报告：

⑻不扩散制度——趋势和前景：这份妍究报告对现有不扩散体制以及组 

成这种体制的不扩散核武I条约、特控特洛尔科条约等区域性条约、原子能机 

构的保障制度以及供应的限制、安全保证和“核保护伞”等其他指施进行了综 

合性的分析.不扩散条约的条款以及是否可能扩大便用不扩散条约的可能性 

和加强这孭条约的方法，都将进行讨论.对原子能机构的保障体制也进行了 

研究，以便了觯是否能运用原子能机构通过的方法加强不扩散体制.此外， 

还将注意到不扩散条约序言部分第I1段和第6条的规定是否得到充分执行的 

问题；

⑽ffl际核商业和不扩散佯制：本报告还将研究由于目前核工业的发展缓 

馒对不扩散体制所产生的商业压力.虽然对安全和核扩散的关系进行过许多 

研究，但核贸易方面的发展对不扩散体制所产生的影咽却少有人研究.生产 

的趋势和核技术的贸易都显示由于商业竟争日益剧烈，国际核贸易的规定都没 

有完全获得遵行.了解国际核贸易中各种变化的理由及对不扩散制度所产生 

的影响都有助于加强不扩散体制.

61. 简言之，这份研究报告⑻调查最近核买卖的保障措施，.（b)研究蔺谈 

交易和保障措施时买卖双方和国际体制的作用以及如果为达成保障制度的协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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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方的地位，⑹根据最近核交易的趋势评价不扩徽保障_度_作用，m提 

出建议以使改馨不扩散体制.

D.对核細研究

62 .在裁军研究所内，g前正在进行三项有关核查问题的研究：

⑻裉据全®核禁试的地震手杖进行的核®;
.忠.

(b)在欧洲可能建立信任和裁军协议的核查；

(e)分析多边谈判机构内宥些国冢对孩量问_的立场.

g,禁止核试验

63. 这份研究报告泰于提供资料的性旗，应该引用可得的资料，同时考虑到 

有关这项问题的不扩散方面•

y.裁军询主m要素•:理解、槪念.

的形成、讨论的形式、影响

64. 如爾所述，本项目题为《裁军的假设和理觯”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已经翁 

制完成.本项目内的另两份研究报告是:

(a)概念的形成：中文、英文、法文_俄文主嬰战略术语的概#分析：与 

战略宇说有关的一项重要问題，涉及大国采南的战略学说之间的同异程度， 

由于概念和语言上的理由，美苏之间鬌来相同的战略概念却有基本的差异.

美国、英国、中国、法国和苏联战略学说中的某#主要战略术语将根据其概念

和语言的角度来加以审议；

m讨淹猶形式：各种友对栽军的论点的發析：至今提出的许多裁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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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被认为“不合实际”.这就引起了什么是“不合实际”的意义的问题• 

对于救军提茱的批评值得加以认真研究.裁军研究所前趙顼研痛将搜集和分 

析苏联和美国提出的提茱和对迗些提案的反应，以及设法分剔真正的障碍和想 

家的障《!•

X对军备转让的依赖r、…^ :

.:' ：；:：/ . ; ： I： v - ■ , :：：： ：. .'I ； ：■；.；；：：:

65. 军备从生产国转让到接翁国最国际生活中的一项靈嬰要案，这份研究

报告将集甲力童研究一个国家对其军备来源的依赖程度和武器生产国对其頋客的依 

颗程度.相互依存并非是完全可以遯免的，但过分的依赖是完全不必要的.在 

这份研究中将採索对这项问题的认识（词时逋过这项研児，更无分地了觯军备转让

的依賴问趣• .
... :

66. 在初步研究工作中，将设法了觯M与国之间的各雜政治来往，诸如车备 

转让、军事联M和条约，以及军事能力不足所产生的依赖程度,在这份研究报告 

中还将列入公开资料所提供的各种数据.

67. 这份研究报告是作为深入研究军备转诖的被賴问題的一般准则而编制的.

振告中所提出的依賴和相互依赖的结构具有特奶的意义* : \
... . . ...

. . . .. . .人 .... ...：.• ; •
U•国家安全和降丧军备水丰 1

68. 这是一项长期项目，目前增加了两项新的研究：时苏联的安全观念和 

(切不首先便用核武器的概禽•

I •裁鞏: . : ::
....... .

： ■ • ■ ■

69 .=本项目对裁军进行一般性的分析在一般国际关系的意义上I定裁军的意 

义，说明裁军的目标、原則和体制，以及达到这项目#所胬的努力，包括国家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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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裁军机构.在裁军研究所内|f初_的讨论暴示％要进一步加以构思，_此决 

定继续进行这项工作f

J.事费管_

70.本项厚在于研寒军备f觀的徽念和作沬#_军的关系.这是菌文提到 

的范围更大的裁军项g中的一部分，进行这项工昝，在于说明裁军项下的一些方面.

K.会议/讨论会/研讨佘

71 .考虑到董事会就两项会议/讨i仓会/#讨会所提出的意異，筹备工作仍 

在继续进行：：⑻歇洲安会和裁雾，㈦裁军——发展-一安全.

研究金方.案

72.裁军研究所设有研究金方莱，由挪蒇政府提供经费，便发展中P家的宇 

者能研究裁军间题和賓关的国际安全间题.来貞IP覆和坦桑尼JE联合共和厲.的研 

究员在研究所本方案7从事工作.

四、对外关系

73 .裁军研究所继续与联合国系统有兴趣于裁军问题的其他机构和组织发展 

并保持密切关系.

74.它尤其与裁军暑务部侏持密切关系.裁军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还吞加. 

军事务部所屣开的活动，例如有关裁军湘发展问题:的机构间协商，以及1 9 .8 3年 

8月2 2至2 6 :日在新德里和1 9 S 4年.6月1 1至I 5日在列宁格勒举行的世界 

裁军运动范_内的区域会议.裁军研究所在进行“设立国际裁军供讲发展基金” 

和“南非的极能力”等研究时，邀请裁军事务部参加，它获得裁军畢务部的积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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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75. 裁军研究所还与原子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 

组织、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大学等机构密切合作，进行 

共同懕到兴趣的项目.

76. 它与非洲统一组织进行协商，讨论有关执行非洲非核化宣言等项目（南 

非的核能力），并举行题为“非洲：裁军-一发展-一安全”的区域会议研讨会.

77. 它与其他研究所的关系也不断扩大.坏境规划署合作筹办的裁军研究 

所•研究所关于环境战争问題的联合研讨会有日内瓦外交人士的参与，取得賓用 

的经验•

78. 裁军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和参与裁军研究所方案的研究员就研究所范围内 

的问题向非政府组织会议、宇术人士和新闻界的代表犮表演说.此外，还在一些 

专门性的出燉物上发表一些书面文鞏.

79. 在B内瓦、纽约和其他城市举行记者招待会和个别访问.为了对联合 

国发动的世界裁军运动作出页献，裁军研究所与新闻厅合作，編制并印发了一本题 

为“有关裁军和所涉各项问题的资料来源”的手册，广为散发，其中有些文章是为 

公众编写的.

80. 在裁军研究所与非政府组织和新闻界的关系中，有一部分任务是向国际 

钍会提供各种有关国际安全、军备竟赛和裁军问题的详尽资料.

五、结论

81. 裁军研究所根据大会决议以及董事会核准的方案进行活动.

82. 大会要求编制的两份报告——设立国际裁军促进发展基金（A/39/229 

和南非的核能力（A/39/470 )—•-都已编制完毕，并已迭交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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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裁军研究所以极为有限的资源芫成若干研究项目.这些研萸项目都符 

合裁军研究所的目标.

8.4•区域组织和国家政府.来愿惠与裁军研究所接_，寻求裁军所支持 

国际安全与裁军领域内的活动.

85.应当翻续银出努.方，鄭強裁军研究所的料宇能力.

8CL为了保证完埏任务，霸军册究所的鞏程M该毅得通过，并应供记其进行 

工作的物顏:条件.


